
上海启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

探索已有20年。从单一的物资

支持到社会支持网络的搭建，从针对个体

的个案辅导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关系疗愈，

从满足物质需求到关注情感需求，20年

间，在帮扶困境青少年的持久战中，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正在把工作做得更全

面、更具韧性。

上海探索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20年

为困境青少年构筑韧性支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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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资扶助
到社会支持网络搭建

作为一名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的“老法师”，上海市闵行区

司法社会工作促进会的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者、督导徐丽玲曾

面临过多场考验，并在不同阶段

帮助解决困境青少年家庭难题。

“家长的戒备心很强，一旦

你提出任何建议，他们就会把门

一关，把你堵在门口。”徐丽玲

说，早期上门排摸却被孩子家长

堵在门外的情况屡见不鲜。基于

“家丑不外扬”的考虑，有的家庭

即使极端贫困，孩子的父母也始

终高筑壁垒，将外界声音隔绝在

外。在一次与困境青少年小白的

接触中，徐丽玲无法与其母亲沟

通，她便总结出了一套“物资先

行”的登门技巧。

利用发放帮困补助的机会，

徐丽玲可以上门交流，一些“身

边的物资”也会帮助她增加上门

频率。在一次物资发放过程中，

小白的母亲偶然提到自己指甲

很长但没有指甲钳，徐丽玲便把

指甲钳等生活用品送上门。联系

多了，小白妈妈也开始愿意带着

孩子一起参与社区活动。

对于困境家庭来说，物资是

一块有效的“敲门砖”，是获取

家庭信任的第一步。而随着上

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推

进，将物资作为帮扶重点的阶

段已经过去，发展型社会服务

共同体建构模式逐渐形成。徐

丽玲深切感受到了打造共同体

模式的重要性，她说，“如今只是

需要经济补助的家庭少之又少，

小朋友们缺乏的更多是与社会

资源链接的机会。”

在帮扶工作中，为孩子创造

发展机会成为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者新的重点。在接触到身处

单亲家庭的小明时，徐丽玲的感

触尤其深刻。据他的母亲介绍，

小明个性内向，不太爱出门。相

较于补助，小明的母亲更希望孩

子可以提高社交能力。考虑到小

明是学生，年纪还小，徐丽玲便

为他链接到了社区的课业辅导

资源。志愿者团队中年轻人居

多，小明很快与哥哥姐姐们打成

一片，在学业上有所进步，也学

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成了

班上的班干部，摘掉了“内向”的

标签。

徐丽玲说，“搭建不同主体

参与的行动网络，可以融合多主

体优势。经济困境只是一方面，

更要关注到潜藏的监护和家庭

教育困境，为困境青少年营造有

利于成长的环境，创造发展机

会。”这也已成为上海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者服务困境青少年

的一致方向。

从个案辅导
到家庭关系疗愈

在家里偷开煤气、在楼道

信箱里纵火、破坏社区的公共

设施……父亲再娶后，小华闯祸

不断，110屡次出警，社区居委、
民警轮番调解均没有结果。有一

年元旦，7 包榨菜成为父亲留给
他仅有的食物。

10多年前，小华所在的学校
向街道求助。上海市阳光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的社

工李诗蕙在学校心理辅导室第

一次见到小华。小华头发乱蓬蓬

的，大冷天校服里面只套着一件

T恤衫。当时，班主任说小华有
了轻生的念头。李诗蕙面前的小

华，不抵触交流，但精神状态萎

靡，倾诉欲望很低。

了解到小华喜欢跑步，李诗

蕙从兴趣入手，鼓励他参与各类

跑步比赛。进一步熟悉后，她又

邀请小华参与“学雷锋”等志愿

服务活动，帮助他在社区志愿服

务中感受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

互动关系，收获他人认可的自我

价值感以及积极的情感体验。李

诗蕙也关注到了重组家庭中构

建成员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告

诉小华的父亲要承担起监护人

的义务，并进行多次约谈，结合

法治教育对其进行规劝。最终，

小华的情况逐渐改善，从以前的

逃课打架转变为晚间出门会告

知家人或社会工作者，小华的父

亲也带着继母搬回了家。

2019年，李诗蕙接触了一个
因喜欢《樱桃小丸子》而得名“小

丸子”的女孩，进一步将“家庭治

疗”模式成熟运用。小丸子原本

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喜欢跳

舞和看动漫。她的母亲在生意失

败、借套路贷负债 80多万元后
情绪崩溃，小丸子的外婆也患上

了精神疾病，家庭氛围急转直

下，小丸子也自述“快要崩溃”。

在此情况下，缓解孩子情绪

压力迫在眉睫，而关键的前提是

为小丸子修复家庭环境。李诗蕙

积极与家庭中的三名成员沟通，

引导小丸子的母亲担负起监护

人的责任，希望外公能多照顾小

丸子的生活起居，同时外婆也被

及时送到了精神卫生医院进行

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辅导，小

丸子的家中出现了少有的宁静，

她的不安情绪得到了缓和，逐渐

又有了笑容。

在李诗蕙看来，不良家庭关

系已成为阻碍青少年成长的拦

路虎。协助家庭成员担起家庭中

应承担的角色责任，形成家庭成

员间的良性互动是青少年事务

社会工作者新的工作重点。

从满足物质需求
到关注情感需求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想，而我要做的就是坚持我的社

工梦。”在年纪尚小之时，华芳因

一部讲述社会工作的剧集埋下

了从事这份职业的种子，高考后

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社会工作专

业。2004年上海市开始招募第一
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时，华

芳积极报名，顺利成为上海市阳

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一名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

10 多年前，华芳曾服务过
一名吸毒人员子女小亮。他的父

亲因吸毒过量去世，他到了 10
岁都还没上过学，最后勉强拿到

初中毕业证。针对小亮比较迫切

的学业问题，华芳的服务重点是

为其争取尽可能多的教育资源，

她积极联系由市慈善基金会、团

上海市委和市社区青少年事务

办公室共同举办的面向上海户

籍社区青少年的“阳光下展翅”

中专班，让小亮免费读书，最终

拿到中专学历。这之后，在小亮

萌生当兵的想法后，华芳与同事

又坚定地陪伴、支持他追求人生

目标。

近年来，“钻到桌子下不敢

见人”的小峰是华芳接触到的另

外一名比较典型的困境青少年。

与小亮更需要实质性的资源支

持不同，小峰是当代困境青少年

的典型，他们更需要情绪和情感

支持。

小峰的父亲贩毒，后去世，

母亲因诈骗罪入狱。由于特殊的

家庭背景，小峰很自卑。为此，华

芳有针对性地经常引导小峰参

与困境青少年的同伴活动。

参与同伴活动不仅能拓展

小峰的社交范围，还能让他了解

到“并不是只有我是这样的”，而

有的孩子即使身处逆境仍然非

常优秀。多次参与同伴活动后，

小峰的变化也十分明显，从一开

始的战战兢兢，到现在已经可以

逐步接受并表达自己的状况。

从小亮到小峰，华芳清晰地

感受到了新情况与新挑战。早

年，更偏向“资源扶持”，让困境

青少年“有人管”，而如今，像小

峰这样的孩子则更需要情感支

持、社会融入和社交拓展。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随着

我国对困境青少年群体的重

视，困境青少年无人照护的问

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以

上海为例，《上海市未成年人保

护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深化推进本市困境青少年保障

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明确提出，

对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的困境

青少年，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介

入，保护青少年人身安全，建立

明确的“谁来评估、谁来保护、谁

来干预、如何干预”六位一体保

护的长效机制。

下一步，如何帮助困境青少

年尽快融入社会成为一个新的

课题。“虽然经济条件好了，但现

在的孩子更加敏感。”华芳介绍，

目前她接触到的困境叠加情绪

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帮助孩子

多与社会接触、提升自我价值

感、增强抗逆力，将是上海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新的工作重点。

对于这场帮扶困境青少年

的持久战，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

作硕士教育中心主任、公共事务

学院教授沈黎很有感触。他告诉

记者，“在困境青少年成长的关

键阶段，为其提供积极正向的环

境和支持意义重大。随着社会基

本民生保障的夯实，相较于传统

的社会救助，能够提供多元发展

性支持，致力于‘人境共优’的专

业社会工作更加契合困境青少

年发展性帮扶的新模式。这 20
年间，从物资到全方位的支持，

从单兵作战到如今多元共同体

参与构建的社会支持生态圈，上

海的专业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以发展为导向，回应困境青少年

日益期待的多维发展性需求，这

也为其他省市提供了可借鉴的

经验范本。”

（据《中国青年报》）


